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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的重点是什么？”“这段话的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么我们的效

率就会提高。一定要记住，绘制思维导图的重点不是画出多么漂亮的思维导图，而

是要通过足够清晰的思考，达到我们的学习目的。

在逻辑的引导下，思维导图就能够做到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了。有时候，面对

一个复杂的演讲、一段很长的文章、一串历史事件等内容，我们学起来会很吃力，

但是当我们把它转变成一张思维导图，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思维导图便于我们查阅信息，也能帮助我们提升后续的工作质量，减少工作失

误。好的思维导图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可读性：逻辑清晰，画面干净。

（2）目的性：主次分明，作用明显。

（3）思考性：刺激思考，全脑学习。

（4）内容性：内容为王，准确实用。

第五节  如何绘制思维导图

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提到的六脉神剑各有特点，有的石破天惊，有的巧妙灵活，

有的拙滞古朴……思维导图也是如此，但绘制思维导图总要有个“基本内功”才行。

那么思维导图最基础的画法应该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画呢？接下来跟着我一起动

脑想、动笔画吧！

一、思维导图的绘制目的
之前我反复向大家提过，思维导图的绘制是要根据我们的个人目的来完成的。

我们的需求不同，绘制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是为了介绍自己，画一个自我

介绍的思维导图，那么目的应该是如下三点。

（1）要让别人印象深刻，甚至记住自己。

（2）要让别人全面了解自己，这张图辅助我们完成自我介绍。

（3）要有趣，只要把自己介绍清楚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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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是为了拆解文章，那目的就和自我介绍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要拆解文

章呢？无非就是以下三个目的，这三个目的在大家拆解名家作品、学习写作技巧的

时候也可以参考。

（1）用于知道文章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写的，写了哪些内容。要尽可能按照原

文的结构客观绘制思维导图，不添加自己的想法。

（2）绘制给自己看，能够让自己一下子找到想要的重点，通过各种办法辅助

自己理解文章。

（3）如果文章特别好，需要记忆，那么选取的关键词和插图就得是有必要的。

相比之下，拆解文章的思维导图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每个人画出来

的内容区别不是很大；自我介绍的思维导图绘制则更加灵活，没有具体的要求，只

要符合绘制思维导图的法则就行。其实，思维导图往往是越灵活越难绘制。

二、思维导图的绘制步骤
接下来，我们根据范文，一起来绘制思维导图吧！

鲸

不少人看到过象，都说象是很大的动物。其实还有比象大得多的动物，那就是鲸。

目前已知最大的鲸约有一百六十吨重。我国发现过一头近四十吨重的鲸，约十八米

长，一条舌头就有十几头大肥猪那么重。它要是张开嘴，人站在它嘴里，举起手来

还摸不到它的上腭，四个人围着桌子坐在它的嘴里看书，还显得很宽敞。

鲸生活在海洋里，因为体形像鱼，许多人管它叫鲸鱼。其实它不属于鱼类，而

是哺乳动物。在很远的古代，鲸的祖先跟牛羊的祖先一样，生活在陆地上。后来环

境发生了变化，鲸的祖先生活在靠近陆地的浅海里。又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它

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变成了鳍，后肢完全退化了，整个身子成了鱼的样子，适应了

海洋的生活。

鲸的种类很多，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须鲸，没有牙齿；一类是齿

鲸，有锋利的牙齿。

鲸吃什么呢？须鲸主要吃虾和小鱼。它们在海洋里游的时候，张着大嘴，把许

多小鱼小虾连同海水一齐吸进嘴里，然后闭上嘴，把海水从须板中间滤出来，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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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小虾吞进肚子里，有的一顿就可以吃两吨多。齿鲸主要以乌贼、鱼类为食，有的

还能捕食大鱼和海兽。它们遇到大鱼和海兽，就凶猛地扑上去，用锋利的牙齿撕咬，

很快就吃掉了。有一种号称“海中之虎”的虎鲸，常常好几十头结成一群，围住一

头三十多吨重的长须鲸，几个小时就能把它吃光。

鲸跟牛羊一样用肺呼吸，这也说明它不属于鱼类。鲸的鼻孔长在脑袋顶上，

呼气的时候浮出海面，从鼻孔喷出来的气形成一股水柱，就像花园里的喷泉一样；

等肺里吸足了气，再潜入水中。鲸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呼吸一次。不同种类的鲸

喷出的气形成的水柱也不一样：须鲸的水柱是垂直的，又细又高；齿鲸的水柱

是倾斜的，又粗又矮。有经验的人根据水柱的形状，就能判断出鲸的种类和大小。

鲸每天都要睡觉，睡觉的时候，总是几头聚在一起。它们通常会找一个比较安

全的地方，头朝里，尾巴向外，围成一圈，静静地浮在海面上。如果听到什么声响，

它们立即四散游开。

鲸是胎生的，幼鲸靠吃母鲸的奶长大，这些特征也说明鲸是哺乳动物。长须鲸

刚生下来就有六米多长，一两吨多，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大鲸。鲸的寿命很长，一般

可以活几十年，有的甚至能活近一百年。

1. 第一步：明确目的

在开始正式绘制之前，我们要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画思维导图。因为目的不同，

绘制时需要强调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范文《鲸》的思维导图的目的是拆解文章，

那么我们就要把原文内容画出来，使它的结构更加清晰，内容更容易辨识和理解。

2. 第二步：通读全文

在语文学习中，阅读是最基本的。在明确目的之后，我们要按照目的去阅读文

章。根据第一步的目的可知，我们需要对文章的内容、结构有初步的了解。

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范文一共七个自然段，全部围绕“鲸”展开说明。文章各

段落分别介绍了鲸的体形、进化过程、种类、进食方法、呼吸特点、睡觉行为、生

长特点。其中，后四个自然段既可以分开看，当作四个板块，也可以合在一起看，

当作鲸的习性。范文篇幅不长，我们一个自然段绘制一个大分支即可。

在明确目的之后，我们就要在范文中标记出段落层次，并选择出大致的关键

词，用铅笔适当圈点即可，只用作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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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步：绘制准备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张白纸， A4 大小即可，把它横放在桌上。如果大家有

A3 纸的话，也是可以使用的。A3 纸是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比赛时指定的纸张大小，

A3 纸的纸面较大，我们能够发挥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可以在纸上添加更多的想法。

A4 纸则更便于日常使用，方便携带。

除了纸张之外，就是对笔的选择了。思维导图必须有颜色，我们至少要准备七

支不同颜色的笔，或者使用那种一支圆珠笔上有多种颜色的笔。笔的品牌没有要求，

好用即可。但是笔尖的粗细要根据纸张的大小合理搭配，小纸张不要用粗笔尖。

【小贴士】

当我们绘制相对具有发散性的内容（做一个策划、头脑风暴等）的时候，尤其

是对于一些有思维导图基础的伙伴来说，建议用 A3 纸绘制，如此一来，我们可以

在纸上空白处添加更多的创意。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之前的一个小创意而源源不断地

产生新想法。A4 纸可以用来绘制比较短的会议或文章的思维导图，它只需要我们

把内容记录下来，不需要我们去添加大量的自己的想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求或者要绘制的内容的多少灵活选择纸张大小。

4. 第四步：中心图绘制

在这张横放的纸上，我们要找到中心区域，

约为纸面的九分之一的大小，也就是图 1.5.1 中

这个紫色的区域，用来绘制思维导图的中心图。

中心图画的是一篇文章里最核心的内容。

对于范文来说，整篇文章都是在说一个动

物——鲸。

如果时间充足，初学者可以先打一个底

稿，完成中心图轮廓的绘制。但是我并不建议每张思维导图都这样操作，尤其是学

生，因为这个过程比较费时间，还会让我们对铅笔产生依赖。所以通常情况下，中

心图可以直接用彩笔绘制，最后画上轮廓或者底色，如图 1.5.2 所示。

图 1.5.1 思维导图绘制——中心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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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思维导图绘制——完成中心图

鲸要怎么画才好看？初学者可以去搜一搜简笔画的教程。但是我建议大家在学

会思维导图之后，一定要自己去想，因为这是思维的加工过程，能够刺激大脑加深

印象。我们是要把思维画出来，而不是画出一幅艺术作品，所以图画不需要特别漂亮。

为了平衡布局，我们可以加点装饰、细节和阴影。当然，这不是必须要做的。

这只是为了让图画更好看点，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绘制即可。　

5. 第五步：线条绘制

在时钟上两点钟的方向上绘制第

一条主干，主干画成由粗到细的形状，

像个小牛角一样，我们可以在一些

废纸上多练习一下。主干的形状如图

1.5.3 所示。

思维导图的第一条主干一定是从

整张图的右上角开始画的，然后按照

顺时针的方向依次画下来。主干的位

置一定要找好，很多时候，后边的主干画不开，可能就是因为前边主干画的位置和

形状不对。

为了美观，我们可以借助添加花纹、描粗、添加阴影等方式对主干进行美化。

同样，这一步我建议大家直接用彩笔绘制，不要使用铅笔，不然既浪费时间，又容

易弄脏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主干前端要和中心图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原则上，

这里是不允许出现空隙的。主干前端与中心图相连，末端要合并到一个点上，这是标

图 1.5.3  思维导图绘制——主干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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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画法要求。在大脑的思维习惯中，对待连接紧密的事物和未连接的事物，反馈是

不同的，为了避免潜意识中的思考错觉，我建议大家将紧密关联的信息都连在一起，

如图 1.5.4、图 1.5.5 所示。

图 1.5.4 思维导图绘制——开始绘制线条和关键词 图 1.5.5 思维导图绘制——绘制完第一条主干

6. 第六步：关键词绘制

主干绘制完成后，我们需要逐个绘制后边的线条，写关键词。在思维导图的绘

制过程中，一般都是画一条线，写一个词。那些不影响我们对文章理解的词都可以

不写在思维导图上。

范文《鲸》的第一部分说的是鲸的体形，那我们就直接把“体形”写在主干上，

紧接着去画下面的线条，然后再写这条线条上的关键词，如图 1.5.6 所示，不要把线

条都画完再去写字。

可能大家会好奇，这么操

作会不会有点慢呀？

这里我有几点建议。

（1）为了提升速度，我

建议大家直接用彩笔绘制，为

了避免反复换笔，大家准备一

支细一点的彩笔比较好，既能

写字又能画线条，操作起来会

比较节省时间。

（2）初学者可以提前在阅读时圈好关键词，不要一边阅读一边画思维导图，

图 1.5.6 思维导图绘制——关键词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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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关键词找错。

（3）如果大家熟练掌握了思维导图的绘制技巧，可以在脑海中快速形成对某一

板块的思维导图印象，那么可以一口气画完相应的线条，然后统一写线条上面的字。

我们要求一线一词绘制，一是为了避免出现比如线条不够长、预留的位置不够、

线条多画了等问题；二是为了让我们在绘制过程中更加专注，不会因为赶时间而打

乱思考，如图 1.5.7 所示。

图 1.5.7 思维导图绘制——按照顺序，依次画完

7. 第七步：图像绘制

思维导图绘制的最后一步是图像绘制。在图 1.5.8 中，我还添加了插图、符号，

以便更直观地表达信息。很多内容我们可以直接用符号或者插图代替，比如我用

一个红色的叉号代表“不是”“不对”，这样既容易理解，还能简化内容。如果

有关联知识，我就用箭头或者相同的小图标表示。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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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思维导图绘制——图像绘制

三、思维导图的绘制原则
思维导图中的插图不是随便加的，比较重要的地方才添加插图。添加插图一般

遵循三个原则：重点、简化、易忘。

1. 重点

《鲸》这篇文章中反复说 “鲸不是鱼”。通过什么证明的呢？“胎生哺乳、

用肺呼吸”。所以在这几个关键词旁边，我画了明黄色五角星。一方面，我画

成一样的图代表关键词相互之间有联系；另一方面，五角星和明黄色都是表示

重点的元素，“胎生哺乳、用肺呼吸”很好理解，对于我来说不需要额外画个

插图。

2. 简化

关于水柱的描写，文章中需要用很多文字才能写清楚，但是在思维导图中，我

们完全可以用一个插图简单直观地表示出来。　

3. 易忘

我们每个人对同一篇文章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测验一下，先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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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好的思维导图盖住，然后根据自己的回忆复述一下文章。在哪个地方卡住，回忆

不起来了，就把图翻回来，在这个位置加一个插图，作为我们回忆的线索。

四、思维导图的绘制要点
按照上述顺序画完，再把关联知识用添加箭头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思维导图就

画好了。不过这里有十个重点，我要强调一下。

（1）越是重要的、具有概括性的内容，离中心图越近，重点前置，解释说明

的内容放在末端。

（2）相邻板块之间的线条颜色要有区别，一类一色，对比鲜明。

（3）线条分布要尽量对称。我把

线条凸的这一侧称为“肚子”，某一线

条分出来四部分内容，这四个线条中两

个线条的肚子要朝上，两个线条的肚子

要朝下，如图 1.5.9 所示。如果只分出

了一个下级内容，那后边这个线条的肚

子的朝向要和前一个线条的朝向一致，

如图 1.5.10 所示。

如果线条方向不一致，则会非常影

响我们的阅读感受，这种样式很不美观，

如图 1.5.11 所示。

（4）关联信息需要连接在一起，

可以用虚线、箭头或者相同的小图标，

以便于我们理解、记忆。

（5）所有的线条都是紧密连在一

起的，线线相连。

（6）为了清晰地呈现出逻辑关系，

线条之间相连接的节点一定要突出。

（7）线条上方一定要写关键词，不要写句子。思维导图的本质是化繁为简，

那些不会影响我们对文章理解的虚词（助词、连词、介词、语气词等）都可以不选

图 1.5.9  线条分布示意图

图 1.5.10 只有一个下级内容示意图

图 1.5.11 线条不一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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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只有当某段文字中的虚词很重要，我们才要把它提取出来，写在思维导图中。

（8）布局尽量匀称，整体的紧密程度保持一致。不要有的地方过于松散，有

的地方过于拥挤。匀称的布局不仅美观，还有利于我们在阅读时快速搜寻图中的

重点知识。

（9）表示特殊含义的关键词一定要标注双引号，这样操作是因为文字表达中

含有比喻、夸张、反语这类修辞方法，若直接选取此类词语，就容易造成歧义。比

如，朱自清《背影》中有一句话：“我真是太聪明了！”那么把这一句绘制在图上

时， “聪明”一词要加上双引号。

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用彩笔等工具对思维导图

进行美化，没有统一的与美观相关的要求。如果大家觉得思维导图的样子很好，就

不用特意去美化了。

（10）思维导图并不是都要画成上面这个样子，根据不同需求，我们可以省略一

些内容。比如，如果我们只是用于临时思考，那就可以省略中心图的绘制，画一个云

朵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用于考试时的写作构思，那也不需要什么颜色，一支笔从头

画到尾就可以了；如果是用于考试前的总复习，那我们就要尽可能画得细致一些了。

此外，我们也可以在平时的清闲时间里，积累一些容易画的中心图和简笔画，

多去练习一下思维导图线条的绘制。这样我们在日后正式绘制思维导图的时候就熟

能生巧，可以节省出时间了。

五、思维导图常见的误区
1. 思维导图一定要好看，是这样吗？

有美术功底并不算加分项，因为思维导图是一个思维工具。一张导图上的重点

内容不是图像，而是逻辑关系。只要这一张图能够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抓取到重点，

知道里面的内容联系，收获大量的知识点，那么它就是一张不错的思维导图。如果

对图案的绘制过于追求完美，那我们在绘制的时候会因为画图而浪费大量的时间，

这与思维导图的目的就背道而驰了。

我们在进行创造力训练的时候，如果没有美术功底，往往会通过大脑的思考，

去想一个更合适的绘画元素，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反复地提醒相关联的关键词，

让我们的注意力保持集中，最终我们会画出很多有意思的、能够帮助我们记忆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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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但是，有美术功底的同学会因为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巧，因此在画导图的时

候就缺少了一个深度的思考的环节，仅是把一些现成的记忆画了出来。

2. 为什么有的思维导图画得特别简单，而有的思维导图的内容特别丰富呢？

一张思维导图画得是否精细，要看我们的具体需求。有的时候我们分析一篇文

章，只需画出它的框架，我们参照着这个框架就可以完成阅读和仿写的训练；而有

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一篇文章画得精细，以便去深度地剖析作者的写作手法、写

作情感、写作意图等。

3. 为什么一定要用词语而不是句子呢？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思维导图中使用词语更合适一些。

图 1.5.12 很好看，很完整，但图中选取了大量的句子，把画面排布得密密麻麻，

让我们难以快速找到想要的知识点。

图 1.5.12 句子式思维导图

对比之下，图 1.5.13 是一个读书笔记思维导图，内容是关于阅读的一篇文章，

比朱自清《背影》的内容多得多。首先，图中仅标注了主要信息，这样看起来压力

会小很多；其次，从时间上看，我们写一个词肯定比写一句话花费的时间短；最后，

一句话里包含很多辅助理解的词语，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在一句话中，重要的是

逻辑词、名词、动词或者根据语气重音、上下文联系而选出来的词语；介词、代词、

连词甚至是形容词往往都可以不写在思维导图上。如果单独提取某些词语可能会引

发歧义，我们就要把整个短语或者句子都写上。


